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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文 件 恢 复
’

张 云 鹤

(盐城工学院院部
,

盐城
,
2 2 4。。 3)

摘 要 论述 了文件恢复的原理
,

对如何防止文件误侧以及万一被误侧之后的补救措施作 了

讨论
,

对文件恢复的具体操作方法作 了详细的介绍
。

关镇词 徽机 侧除 恢复 操作

分类号 T P 3

自从微机问世以来
,

发展极其迅猛
,

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

人们学 习微机的热情也越来越高

涨
,

并且能将所学的知识投入实际运用
。

但无论是初学者还是专业人员
,

无论是家庭微机还是

公用微机
,

都可能因为不慎操作或其他原因
,

误删掉一些有用的文件
,

对此用户会懊恼不已
。

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
,

高版本的 DO (S 磁盘操作系统 )提供了一些有关恢复文件的软件或命令
。

对

于初学者来说
,

要熟练掌握这些软件或命令的使用方法并不是很容易的
,

因此本文就文件恢复

问题作些探讨
,

希望能对初学微机者有所帮助
。

(为了叙述的方便
,

举例用 c 盘根 目录里的文

件
,

F A T 表用 16 位的表项 )
。

一
、

文件恢复的原理

要了解文件恢复的原理
,

首先要 了解文件储存和删除的原理
。

(一 )当建立了一个文件并且在磁盘上储存时汪) 3 5 必须做三件事情
。

第一
,

要在文件 目录表上登记文件名
、

扩展名
、

文件属性
、

建立的日期和时间
、

首簇号和文

件长度等信息
。

比如
,

当在磁盘上储存了一个名叫 A X S 的文件时
,

通过工具软件 P C T O O L S

可以在文件目录表上察看到以下信息
:

4 1 5 8 3 5 2 0 2 0 2 0 2 0 2 0 2 0 2 0 2 0 2 0 0 0 0 0 0 0 0 0 AX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D 5 4 3 E 2 1 D 7 0 2 4 9 3 8 0 0 0 0

该表指出
,

文件名叫作 A X S
,

文件的首簇号是 D 7 02
,

文件的长度是 49 38 00 00
。

由于该表

是用 16 进制记录的
,

并且高低位是相反的
,

因此在实际换算成 10 进制时需要这样来看
,

首簇号 = [ 0 2 D 7 ]H = [ 0 0 0 0 0 0 1 0 1 1 0 1 0 1 1 1〕B = [ 7 2 7〕D

文件长度 ~ [ 0 0 0 0 3 8 4 9 j H = [ 1 4 4 0 9 ]D

这就是说
,

文件 A X S 的首簇号是第 7 27 簇
,

文件长度是 1 4 4 0 9 个字节
。

首簇号和文件长度

这两个数据很重要
,

它们是恢复文件必需的也是 只需的两个数据
。

第二
,

要在 F A T 表 (文件分配表 )上分配并表示出文件 A X S 所占据的各簇的簇号
,

这些簇

号之间紧密联系
,

一环扣一环
,

形成一条
“

簇链
” 。

比如通过工具软件 P C T O O L s 可以在 F A T

收稿 日期
:
1 9 9 6一 10一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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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上看到文件 A X S可能总共占据 4个簇
,

其簇链是
:

D S 0 2 D g 0 2 D A 0 2 F F F F

也就是说
,

文件 A X S 占据着 ( 10 进制 )第 72 7
、

7 28
、

7 29
、

7 30 这四个簇
。

(需要注意的是
,

首

簇号登记的是文件占据的下一个簇的簇号
,

其余类推
;
文件占据的最末一簇填写的表项是 F F

F F )
。

第三
,

要在数据区中写入文件 A X S 的具体内容
。

这个数据区所在的簇号就是 F A T 表指示

的簇号
.

运用工具软件可以在数据区中查看到文件的具体内容 (用 16 进制表示的字节 )
。

(二 )当一个文件被删除后
,

D O S 要做两件事情
。

第一
,

将文件目录表上文件名的第一个字符改掉
,

改成 16 进制的 E S
,

文件目录表其他项

目的内容都不变
,

比如当文件 A X S删除之后
,

其目录表就变成
:

E S 5 8 3 5 2 0 2 0 2 0 2 0 2 0 2 0 2 0 2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X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 0 5 4 3 E 2 1 D 7 0 2 4 9 3 8 0 0 0 0

这样做的目的是告诉 IX ) S
,

文件 A X S 已经被删掉了
,

本文件所占据的目录项可以让给新

建立的文件使用
。

第二
,

将文件分配表
,

即 F A T 表上文件 A X S 所占据的各簇的表项都置为 0 0
,

如下表所

示
:

删除前的 F A T 表表项 DS 0 2 D g 0 2 DA 0 2 FF FF

删除后的 F A T 表表项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这样做的目的同样是告诉 IX〕S
,

文件 A X S所占据的各簇可以让给新文件使用
。

至于数据

区
,

在一个文件刚刚删掉时
,

其具体内容并未被删掉
,

也没有改变
,

仍然保存着原来的内容
,

这

也是文件得以恢复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

(三 )在弄懂了文件储存和删除的原理之后
,

就可以研究文件恢复的原理了
。

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
,

一方面
,

如果一个文件被删掉了
,

在建立
、

复制另外的新文件时
,

有可能将被删文件

的 目录项复盖掉
,

并将其在 F A T 表中对应的各簇占据掉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文件就无法恢复

了
。

另一方面
,

如果新文件没有占用被删文件腾出来的磁盘位置
,

而到磁盘的其他地方去占领

一席之地
;
或者在某一文件被删掉后

,

一直没有建立
、

复制新文件等操作
,

则被删文件所让出来

的文件目录表及其在 F A T 表上所占据的各簇也一直空着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采取适 当的方

法
,

就可能将文件恢复
。

不管用什么方法恢复文件
,

必须做两件事情
。

第一
,

要恢复文件名
。

这一点不难办到
。

上面已经说过
,

在删除文件时
,

DO S 将原文件名

的第一个字符改成 16 进制的
“
E S

”

了
,

要恢复文件就要将
“
E 5’’ 改掉

,

改成其他任意字符即可
,

比如 A
、

B
、

C … …都可以
,

但要注意不能与当前目录下的其他文件同名
。

第二
,

要恢复原文件的簇链
。

这一点不容易做到
。

要恢复原文件的簇链
,

至少必须知道三

点
,

一是文件的首簇号
,

二是文件占领多少个簇
,

三是文件占领哪几个簇
。

文件的首簇号储存在

文件目录表的第 2 6
、

2 7两个字节中
,

只要文件目录表保存完好
,

首簇号就能找得到
。

文件占领

的簇数可以用间接的方法算出来
,

因为在文件目录表中保存着文件长度的信息
,

只要用文件长

度的字节数除以每个簇的字节数就可以算出文件应该占有多少个簇
。

至于文件占领哪几个簇

就比较复杂了
,

如果要恢复的文件很短
,

只占据一个簇
,

则就在首簇里 ; 如果文件较长
、

占据许

多簇
,

并且刚好又连续在一起
,

那么从首簇号和占据的簇数就可以确定文件在哪个簇
; 如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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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很长而且又不连续 (术语叫作有
“

碎片
”

)
,

就要看欲恢复文件和磁盘上其他文件的具体情况

而定了
,

有可能知道文件占据的全部簇链
,

有可能只知道部分簇链
,

也有可能只知道首簇
。

综上所述
,

文件恢复的原理是
:

当被删除文件所释放出来的磁盘空间尚未被新文件所占用

时
,

从文件目录表的文件名
、

首簇号
、

文件长度和文件分配表中的簇链
,

运用特定的恢复软件或

手工方法
,

就可能将被删文件恢复
。

二
、

文件恢复的条件

文件恢复是有条件的
,

不是无条件的
。

也就是说
,

并不是所有的文件都能够恢复的
,

即使能

够恢复的文件也不一定是能够完全恢复的
。

具体分析如下
:

1
、

任何文件都要在文件目录表
、

文件分配表和数据区占有一席之地
,

文件的实际内容都储

存在数据区中
。

因此
,

如果被删除文件原来占领的数据区被其他文件重新占领了
,

不管你采取

什么方法都不可能将文件恢复
。

2
、

由于数据区簇号受文件分配表指挥
,

就意味着如果 F A T 表被破坏了
,

文件恢复就困难

了
。

又 由于 F A T 表受着文件目录表中首簇号的制约
,

本身又是一条链式结构
,

所以如果文件

目录表或 F A T 表中的簇链破坏了
,

那么文件恢复也是困难的
,

至少完全恢复是困难的
。

3
、

如果被删除文件在文件 目录表中除文件名第一个字符外
,

其他的表项内容完好无损
,

那

么文件可能恢复一部分
。

如果再加上文件分配表中原被删文件所占据的簇没有被新文件所占

用
,

那么文件是可以完全恢复的
。

4
、

如果被删除文件在文件 目录表中的表项没有被破坏
,

而在文件分配表中的表项被破坏

了
,

这有三种情况
:

当文件很短
,

只局限在一个首簇之内时
,

文件是可以恢复的 ; 当文件较长
、

F A T 表中首簇还空着而簇链的某个环节断开 了
,

文件可能部分恢复
; 当 F A T 表的首簇号被新

文件占据后
,

文件可能无法恢复
,

也可能恢复一部分
。

5
、

在文件被删除之后
,

没有进行过建立
、

复制和删除其他文件的操作
,

一般说来文件是能

够恢复的
。

反之
,

文件有可能全部恢复
,

有可能部分恢复
,

也有可能无法恢复
。

6
、

经验证明
,

恢复文件与删除文件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越容易恢复
,

磁盘剩余空间越大越

容易恢复
,

被删除文件的长度越短越容易恢复
。

三
、

文件恢复的操作

文件恢复的操作有人工方法和运用恢复软件自动恢复的方法两大类
,

恢复软件也是根据

文件恢复的原理编写的一种程序
,

并以文件形式表现出来
,

目前这种软件或文件已有很多
。

下

面介绍一种常用的用 P C T O O L S 软件恢复文件的实际操作方法
。

1
、

首先调出 P C T O O L S 文件
,

假如该文件在 C 盘的子 目录 T O O L 中
,

则在 C
:

\T
q dO O L

> 的情况下键入 P C T O O L S 后回车
,

此时屏幕出现如下画面
:
( 由于 P C T O O L S 的版本不同

,

可能会略有区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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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LC OM E !

PC To o ls 】尧 lu xe R 4
.

3 0

(C ) C
o Py ri g h t1 9 85

,

1 9 8 6
,

1 9 8 7
,

1 98 8 C e n t r a
l P o i n t

oS f t w a r e ,

Icn
.

U n a u t h o r i z e d d u P l i e a t i o n P r o h ib i t e d
.

P r e s s a n y k e y f o r F i l e F u n e t io n s

O R

F 3 = 9 0 d i r e e t l y t o D i s k a n d S p e e i a l F u n e t i o n s

F 1 0 = c h a n g e d r i v e / p a t h f r o m C
:

\T 0 0 L

P r e s s 石S C t o E x i t

2
、

按
“
F 3

”

键以后回车
,

屏幕的下半部会显示
:

}D l s K s ER v le E s
:
e o p y

’

。 o m p a r e F i n a R e n a m e
V e r i f y v ie w / E d i t M a P L o e a t e

iN ia l i z e

S P E C IA L S E R V IC E S
:
D i r e e t o r y m a i n t U n d e l e t e s y s t e m In f o P a r k H e l P

F 3 = f i l e s r v e F 10 = F 3 + e h g d r y E S C = e x i t P C T o o l s

l
3

、

按
“
U ”
键以后回车

,

屏幕显示
:

…
nE et 乏
缨嘿嗽毕答r e t U r ll

-

} V a lid L e t t e r s a r e A t h r u E !

与此同时
,

光标在〔C ]处闪烁
,

(也可能是仁A ]或〔B 〕等 )这段话的中文意思是要求输入磁

盘名
。

4
、

如果欲恢复文件在 A 盘上
,

就按一下
“
A

”

键
,

如果在
“ C

”

盘上
,

就按一下
“
C

”

键
,

(如果就

是当前盘
,

也可以直接回车 )此时屏幕显示
:

!P反石云石
。 h o
而

e F I L E o r S u B k D IR E e T O R Y
:

}
F il e <— > U n d e l e t e a f i l e

S u b一 D i r

5
、

运用
“

个
”

或
“

告
”

光标键将光带移到中间一行

iF le <— > U dn
e

let
e a ifl e

上然后 回车
,

(如果光带已经在这一行上 了也可直接回车 )
,

这时屏幕显示出类似下面画面的目录树画面
,

目的是要求你选择需要恢复的文件名所在的目

录
。

P a t h = C 八T O O L

R }一】X〕S

O }一 U C IX 〕S

O }一W P S

— 一B I A O

T !一 T O O L }一G l

}一 F O X !一G Z

B L IN K 一 1力 5 e u r r e n t

6
、

运用
“

个
、

告
、

~
、

~
” 四个光标键将光带移到所需要的目录处

,

也就是欲恢复文件所在的

目录处
,

然后回车
,

屏幕的一部分显示类似如下画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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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d el et e

Se
rv i e e

— Sc
r ol l L o e k OF F

P at h = e:

\
,

.

,

N a m e E x t S i z e A t t r D a t e N a m e E x t S i z e A t t r D a t e

4 0 9 6 … A 0 9 / 2 8 / 9 6

1 3 4 2 8 … A 0 8 / 0 7 / 9 6

? e n z h a n g 7 8 0 5 3 … A 0 9 / 1 2 / 9 6

} @ 二 A u t o m a t ic r e e o v e r y p o s s ib le }

这时候在屏幕上列出了一个或许多个被删掉的文件
,

并且文件名的第一字符都是
”
?

” 。

7
、

用
“

个
”

或
“

告
”

两个光标键将光带移到所需要恢复的文件名处
,

(需注意这时的文件名是

一个参考名
,

可以从你回忆的第二第三个字符
、

文件的长度和建立文件的时间等因素综合确

定 )然后按
“
G

”

键
,

这时屏幕会显示
:

E n t e r f i r s t c h a r a e t e r
一 ? X S

与此同时
,

光标在
“
?

”

处闪烁
,

表示要求输入文件名的第一个字符
。

8
、

在
“
?" 处输入一个任意字符 (但不能与当前盘上当前目录下的已有文件名重名 )

,

然后

回车
,

这时候屏幕显示有两种可能
,

第一种是
:

U s e f u n e t i o n k e y s t o m a k e s e l e c t i o n

F I一 A u t o m a t i e s e l e e t io n o f e l u s t e r s

F Z一M a n u a l s e le e t io n o f e l u s t e r s

E S C一R e t u r n

第二种是
:

}A
u t o m a t i。 r e e o v e r y im p o s s ib l e

,

y o u m u s t u s e m a n u a l

P r e s s a n y k e y t o

r e C 0 v e r y
·

C o n t l n U e

} P r e s s E S C t o E x i t !

9
、

如果出现了第一种画面
,

说明在第 6 步操作后
,

在欲恢复文件的文件名后边一定标有
“
@

”

的符号
,

说明该文件可以用自动恢复的方法恢复
,

也可以用手工方法恢复
。

一般都是用自

动方法恢复
,

具体操作是一下按
“

lF
”

键
,

此时屏幕显示
:

F i l e w a s s u e e e s s f u l t y U n d e l e t e 一 P r e s s a n y k e y t o e o n t i n u e
.

这段话的中文意思是
,

文件已恢复成功
,

按任意键恢复下一个文件
。

至此
,

文件恢复的工作

就全部完成了
。

10
、

如果出现第二种画面
,

其中文意思是说
, “

不能够自动恢复
,

你必须用手工恢复
,

按任意

键继续操作
,

按 E S C 键退出
” 。

出现 了这段话就说明在第 6 步操作后
,

在欲恢复文件的文件名

后边没有标上
“
@

”

符号
,

它表示文件是不可能用 自动恢复的方法恢复的
,

这时候就必须按
“
F Z "

键
。

1 1
、

在按
“
F Z

”

键之后屏幕会出现用 16 进制表示的
“
E 功能

” ,

该屏幕记录的是欲恢复文件

的首簇在数据区内的具体内容
,

在最上面还记录了文件名
、

文件长度和占据的总簇数等
,

在屏

幕的下部还列出了不同功能键的用途
,

其画面大致如下表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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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m e E x tS i ze # e lu Da te Ti m e A t t ri bu te s

3 3 B 1 5 05 8 4

H om e E n d P gU p P g D nEs e = e xi t

FI = A dd t o fi le a n d di s P la y ne x te lu s te r F Z= S k i P t o ne x te lu s te r

F3 = S a ve fi le F 4= U Ns e le e t FS = S e a re h F 6= Se le e tc lu s te r nu m

1 2
、

这时候你可以通过按
`

,F 1” 键来恢复文件
,

按键的次数由欲恢复文件的总簇数决定 (在

屏幕的第二行记录着
,

如上表所列的文件 B 33 共有 4 个簇 )
,

如果欲恢复文件较短
,

只在一个

扇区内
,

只需要按一次
“
F l

”

键
,

文件就可能恢复成功了
,

出现

F i l e w a s s u e e e s s f u l t y U n d e le t e 一 P r e s s a n y k e y t o c o n t i n u e
.

如果欲恢复文件较长
,

共占几个簇
,

那么就按几次
“
F "I 键

,

恢复也可能成功
,

其标志就是

在屏幕上出现如下提示
:

F i l e w a s s u e e e s s f u l t y U n d e l e t e一 P r e s s a n y k e y t o c o n t i n u e
.

1 3
、

如果在欲恢复文件的文件名后边标有
“

@
”

的符号
,

在第 9 步的操作中也可以不按
“

lF
”

键
,

而按
“ F Z

”

键
,

这时屏幕也会出现用 16 进制表示的
“
E 功能

” ,

该屏幕记录的同样是欲

恢复文件的首簇在数据区内的具体内容
。

这时候按照上述第 12 步的操作方法
,

同样能够将文

件恢复
。

四
、

文件删除的防治

由于文件恢复需要一定的条件
,

加之误删除几乎对于任何人都是可能的
,

所以人们又研究

出
“

预防为主
”
的一些办法出来

,

在高版本的 I幻 S 中引入了删除保护的命令
。

又由于误删除几

乎难以完全避免
,

因此 IX ) S 又找出了一些补救性的
“
治疗

”
办法

。

本文对此略作介绍
。

(一 )删除保护命令
1

、

在高版本的 DO S 中
,

采用 U N D E L E T E 命令加上不同参数的方法来保护被删文件
。

最

高级别的保护叫做删除哨兵方式 ( D e l et e Sen tr y )
,

其用法是
:

第一步
,

将命令装入 内存
,

如果 U N D E L E T E 文件在 C 盘的子 目录 〔力S 里
,

要提供哨兵

方式删除保护的是 A 盘
,

则应键入命令 C
:

\D 0 5 \U N D E L E T E S/ A 后回车
。

同理
,

如果要保护

的是 C 盘里的文件
,

则应键入命令 C
:

\D 0 5 \ U N D E L E T E / S C 后回车 (在缺省状态下也可以

用 C
:

\D 0 5 \U N D E L E T E / S )
。

此命令的作用是在 A 盘 (或 C 盘 )的根 目录下建立起一个名叫

SE N T R Y 的隐含 目录
,

当文件被删除时
,

该命令就会将被删文件自动转移到这个 目录之下
。

第二步
,

如果以后需要恢复被删文件
,

就键入 U N DE L ET E 〔盘符」〔路径」[文件名」/ D S 后

回车就可以将文件恢复了
。

2
、

采用 U N D E L E T E 命令的中级保护

中级保护叫做删除跟踪方式 ( eD let e T ar ck er )
,

其用法与删除哨兵方式类似
,

具体操作是
:

第一步
,

要将命令装入内存
,

如果 U N D E L E T E 文件在 C 盘的子 目录 以〕S 里
,

要提供删

除跟踪方式保护的是 B 盘
,

则可以在 C 八D O S > 的状态下键入 U N D E L E T E / T B 后回车
,

此命

令的作用是在 B 盘的根 目录下建立起一个名叫 P C T R A C K R
.

D E L 的隐含文件
,

当 B 盘上的

文件被删时
,

该文件就会保存被删文件的定位信息 (包括文件目录表和 F A T 表中的有关信

息 )
,

这样即使文件目录表或 F A T 表破坏了
,

以后也可以将被删文件恢复或部分恢复
。



盐城工学院学报 1 9 97年

第二步
,

如果 以后需要恢复被删文件
,

就键入 U N D E L E T E [盘符〕[路径〕〔文件名」/ D T

后回车就可以将文件恢复了
。

3
、

采用 u N D E L E T E 命令的低级保护

低级保护叫做删除标准方式 ( S at
n d ar d )

,

其用法也最简单
,

不需要专门的命令进行保护
,

要恢复文件时只要键入 U N D E L E T E [盘符〕[路径 ][ 文件名〕/ IX ) S 后回车就可以将文件恢复

T
。

4
、

上面提到
,

如果一个文件在 F A T 表中的簇链是不连续的 (通常称作有
“

碎片 ")
,

那么当

这个文件被删除之后
,

尤其又继而进行了建立
、

复制新文件等操作之后
,

要恢复被删文件往往

是困难的
。

为了解决这个间题
,

D O S 又用 D E F R A G 命令来消除
“

碎片
” ,

这个命令可以将不连

续的簇变得连续起来
,

这样做的好处是万一某个文件被误删了
,

也有利于恢复
。

关于 D E F R A G

命令的详细用法请读者参阅有关书刊
,

本文不再赞述
。

(二 )别除补救命令

在一个文件被删除之后
,

尽管采取了多种办法
,

包括手工的和 自动的等方法
,

仍然不能保

证文件完全恢复
,

尤其是在文件有
“

碎片
”
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

当一个重要的文件被误删
、

但经

过努 力得到部分恢复之后
,

虽然值得庆兴
,

但也难免有遗憾之感
。

在这种情况下
,

还有一个

互X〕S 命令
,

有可能作为补救办法
。

这个命令就是 C H K DS K 命令
。

这个命令的具体使用方法是
:

第一步
,

运用各种可能运用的方法尽可能地恢复被删文件
,

当发现只恢复了部分内容之

后
,

在欲恢复删除文件所在的 目录状态下健入 C H K D S K / F 后回车
,

( C H K D S K 是个外部命

令
,

在实际应用时
,

要注意磁盘和路径 )这时屏幕会显示类似如下的提示
:

X X X L o s t a l lo e a t i o n u n i t s f o u n d i n Y Y Y e h a i n s

C o n v e r t t h is e h a i n s t o f i le s ( Y / N ) ?

这段话的中文意思是说
,

在 Y Y Y 个拉链上发现 X X X 个丢失的分配单元 (簇就是分配单

元 )
,

要将这些丢失的拉链中的内容恢复到文件中去吗 ?

第二 步
,

按
“
Y

”

键 后 回 车
,

在磁 盘的根 目录 下 就 会 形 成 一些 名叫 IF L E o 0 00
.

C H K
、

F I L E o o ol
.

C H K
、

F I L E 0 0 0 2
.

C H K… …的文件
,

每一个这样的文件都对应着某一条丢失的簇链

上的文件内容
。

第三步
,

逐一检查这些文件
,

看一看有没有哪一个文件中包含着被删文件中有用的内容和

信息
,

如果有就将它们储存
、

整理
,

并且与前面恢复起来的部分文件相连结
。

第四步
,

如果在这些文件中
,

没有找到所需要的内容
,

那么就说明被删文件是无法完全恢

复的
,

而且用其他办法恢复也是很困难的
,

只能真的表示遗憾了
。

(上接第 62 页 )

在不同问题的研究中和不同阶段的教学中屡次出现
,

但每次都有不同的应用形式及层次上的

深浅
。

技巧方法的教学到了一定阶段
,

应上升为较高层次的数学思想
,

再用较高观点概括其逻

辑结构
,

揭示其内在联系
,

促进数学思想方法在学生头脑中完型组块
。

比如
,

在中学学习的多种

类型方程的求解方法
,

是随着各阶段的知识内容进行的
,

最后我们可将其归结为化超越方程为

代数方程
,

化高次方程为低次方程
,

化无理方程为有理方程
,

化分式方程为整式方程等解方程

思路
,

使学生对解方程思想方法形成整体模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