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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对硬盘主引导扇区的结构和功能加以分析，然后介绍 $ 种硬盘主引导扇区软故

障的可行解决方案并且给出相应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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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驱动器是微型机的主要外部存储设备，

用户的大多数程序和数据都存储在硬盘上，有时

程序和数据的价值远远超过硬盘本身的价值，一

旦硬盘出现故障，除了要维修硬盘外，更重要的是

抢救硬盘上的数据。

硬盘的故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硬盘的

硬件发生故障，称为硬故障；另一类是写在硬盘上

的软件发生故障，称为软故障。一般软故障的发

生率远远高于硬故障，而许多软故障又多与硬盘

的主引导扇区（-./）的内容有关。因此，我们必

须弄清 -./ 的结构和功能，以便发生故障时能及

时排除［(］。

( 硬盘主引导扇区结构及功能

当用户执行 012/3 命令之后，在硬盘的 # 面

# 柱 ( 扇区便建立了主引导扇区，该扇区包括主

引导程序（主引导记录）和硬盘分区表及引导合法

标志（,,’’）$ 部分。主引导程序长为 !"# 个字

节，位于偏移 # 4 5607 处，主要用于硬盘自举；硬

盘分区表从偏移 2.67 处开始，至 2017 结束，描

述了硬盘分区状况，共包含有 " 个 () 字节的登记

项，总长度为 )" 个字节，每个登记项描述一个分

区信息。启动微机系统时，系统首先对硬件设备

进行测试，测试成功后进入自举程序 28%(97，然

后读系统磁盘 # 面 # 柱 ( 扇区的主导记录内容到

内存指定单元，#：*:## 首址开始的区域，并执行

主引导记录程序段。硬盘主引导记录是不属于任

何一个操作系统的，它先于所有操作系统而被调

入内存并发挥作用。然后才将控制权交给主分区

（活动分区）内操作系统，并让主分区信息来管理

硬盘。

! 编制汇编语言程序并结合 012/3 重建

硬盘主引导扇区［!］

当硬盘的主引导扇区被损坏后，如果简单地

采用 012/3 重建，则会彻底破坏硬盘的原有数据。

这是因为在主引导扇区的重建过程中，012/3 大

都会对硬盘的 15/ 引导区（1.;），或者 0’% 表区

及文件目录区等关键扇区进行写入某一固定数据

##7，#(7 或 0)7 的操作，以确保 05;-’%< :5-
能对磁盘顺利进行格式化。因此，在用 012/3 重

建硬盘主引导扇区的过程中，如果能阻止对硬盘

1.;，0’% 表区及文件目录区等关键扇区进行写

固定数据操作，就可以在不破坏原来硬盘数据的

情况下方便地重建主引导扇区。

具体办法是：首先用汇编语言编制一个内存

驻留程序，该程序具体功能是截取 28%($7 号中

断，阻止所有对硬盘格式化操作和除对硬盘主引

导区（# 面 # 柱 ( 扇区）以外地写操作。具体程序

如下。

:516 /6=-68%
’//>-6 :/：:516，1/：:516，6/：:516
5;= ?##7

/%’;%：@-& .6=28
/%;? 1. #17，#’7，’程序驻留成功！’，#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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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序已经驻留！’，’%(，’)(，$*(
+," -. %& * %/0（’）

1-：230 )(，’4(：判断是否格式化盘磁道

5,6 1.
1$：3’7 )(，’’(；磁盘系统复位

1.：230 )(，’.(；判断是否写磁盘

5,6 0)!!
230 )8，’.’9(；判断是否写 - 个扇区

5,6 1$
230 28，’’’-(；判断是否写 ’ 柱 - 扇区

5,6 1$
230 %8，’’:’(；判断是否写硬盘 ’ 面

5,6 1$
0)!!：0/!(;；调用 +,"-.( 中断

2)11 2!：%<=#% 0"#［+," -.］

+#>"
&>?+,：3=7 )8，.4-.(；取 +,"9.( 中断向量

+," $-(
230 &8，’;!!>" 1-
5,6 1=)%
3=7 )8，2!
230 )8，9’’(
51 1=)%
3=7 )8，2!
3=7 %!，)8
3=7 >!，)8
3=7 )(，’@(
1>) %8，!"#$
+," $-(
+," $’(；%=! 中断返回

1=)%：3=7 2!：<=#% 0"#［+," -.］，&8；保存 +,"9.(
中断向量

3=7 )8，>!
3=7 2!：<=#% 0"#［-(" -.］，)8
21+
3=7 )8，2!；设置新的 +,"9.( 中断向量

3=7 %!，)8
1>) %8，1-
3=7 )8，$4-.(
1," $-(
!"+
1>) %8，!"#-
3=7 )(，’@(
+," $-(
+," $A(；终止并驻留程序

2=%> >,%!
>,% !")#"

将该程序用 3)!3 汇编并连接生成 >8> 文

件，再用 %=! 命令 >8>$&+, 将其转换成 2=3 文

件，并将其保存在一张带系统的软盘上。然后，用

软盘启动计算机后，再运行该 2=3 文件，阻止对

硬盘除 ’ 面 ’ 柱 9 扇区以外写操作的程序即可常

驻内存。最后执行 ;%+!B，将硬盘分成一个逻辑

盘即可。若要重建有 %=! 扩展分区的主引导区，

用户如果记得每个分区的大小，则可直接运行

;%+!B 分区，然后按原来的分区大小进行分区：如

果不记得原分区大小，先用 ;%+!B 将整个硬盘分

成一个逻辑盘，再运行 2(B%!B，读得原来的 %=!
基本分区（即 2 盘）的大小，然后再运行 ;%+!B 重

新确定 %=! 基本分区的大小，将剩下的空间分配

给 %=! 扩展分区。至此，硬盘受损的主引导扇区

就恢复了。

. 用 %>&/?手工修复硬盘的主引导扇区［.］

如果只是分区表中主分区（活动分区）的引导

标志被破坏（即系统启动后，屏幕提示“+CDE9FG 0EHI
JFJFKC "EL9M”后死机），可用 %>&/? 按如下步骤修

复：

)：N 〉%>&/?
—) -’’

!!!!：’-’’ 3=7 )8，$’-

!!!!：’-’. 3=7 &8，$’’

!!!!：’-’O 3=7 28，-

!!!!：’-’@ 3=7 %8，:’

!!!!：’-’2 +," -.

!!!!：’-’; P2
—?-’’（将主引导记录读入偏移 $’’( 开始的内存

中）

—% .&’ .;;（显示分区表，发现引导标志为“44”而不

是“:’”）

—> .&> :’（将引导标志改为 :’）

—> -’$ .（修改上述汇编小程序的第一条语句）

—?-’’（将修改后的主引导扇区写入硬盘）

经过上述修改后，该故障现象消失。

如果 是 主 引 导 扇 区 中 的 引 导 合 法 标 志

（44))）被破坏，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用 > 命令将

最后两个字节的值修改为 44))，再将修改后的主

引导扇区写入硬盘即可。

* 从另外一台硬盘分区相同的微机中获

取主引导扇区的备份，将其写回故障硬盘

当硬盘主引导扇区出现故障后，可以从另外

一台启动正常，干净无毒且与故障微机的硬盘分

区相同的微机中获取主引导扇区的备份，将其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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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故障硬盘，覆盖被破坏的主引导扇区。这也是

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对于一些不熟悉

!"#$% 的读者有一定的难度。为此，笔者用汇编

语言编制了两个小程序 &"’!( ’)* 和 +&,-"(
’)*，利用此程序可以非常方便的对硬盘主引导

扇区进行修复。具体程序如下：

&"’!(’)*
)-’./ )"%*"0- 1’&’ )-’./’)-’./’

-)&$0 !# 233 !$1（？）

-41 "5$ 6"0%-7 -)&$0
)-’./ "0!)
!’-’ )"%*"0-

#$88"& !# 9:2 !$1（？）

!’-’ "0!)
.4!" )"%*"0-

’))$*" .)：.4!"，!)：!’-’，")：!’-’，))：)-’./
)-’&-：*4; ’<，!’-’

*4; !)，’<
*4; ")，’<
*4; ’<，)-’./
*4; ))，’<
*4; ’<，-41
*4; )1，’<

&"’!.：*4; #<，488)"- #$88"&：取硬盘 3 面 3 柱 : 扇

区内容到 #$88"& 缓冲区

*4; !<，33=37
*4; .<，333:7
*4; ’<，323:7
,0- :>7

+&,-"’：*4; #<，488)"- #$88"&；将硬盘 3 面柱 : 扇区

存入 ’ 盘中

*4; !<，32337
*4; .<，333:7
*4; ’6，337
,0- 2?7
*4; ’<，@.337
,0- 2:7

.4!" "0!)
"0! )-’&-
+&,-"( ’)*

)-’./ )"%*"0- 1’&’ )-’./’)-’./’

-)&$0 !# 233 !$1（？）

-41 "5$ 6"0%-7 -)&$0
)-’./ "0!)
!’-’ )"%*"0-

#$88"& !# 9:2 !$1（？）

!’-’ "0!)
.4!" )"%*"0-

’))$*" .)：.4!"，!)：!’-’，")：!’-’，))：)-’./
)-’&-：*4; ’<，!’-’

*4; !)，’<
*4; ")，’<
*4; ’<，)-’./
*4; ))，’<
*4; ’<，-41
*4; )1，’<

&"’!’：*4; #<，488)"- #$88"&：取存入 ’ 盘中的备

份到 #$88"& 缓冲区

*4; !<，32337
*4; .<，333:7
*4; ’6，337
,0- 297

+&,-".：*4; #<，488)"- #$88"&；将 #$88"& 缓冲区

中备份写入硬盘 3 面柱 : 扇区

*4; !<，33=37
*4; .<，333:7
*4; ’<，3>3:7
,0- :>7
*4; ’<，@.337
,0- 2:7

.4!" "0!)
"0! )-’&-

使用步骤：

:、将 &"’!(’)* 和 +&,-"( ’)* 分别汇编并

连接生成 &"’!("<" 和 +&,-"( "<" 文件保存在

软盘中，将软盘插入无故障软驱 ’ 中，’ A &"’!
（回车）。此时，硬盘主引导扇区便被读入软盘

233 扇区处保存起来。

2、用 !4) 系统盘启动后将该保存盘插入有

故障微机软驱 ’ 中并运行 ’ A +&,-"（回车）即可

修复。

9 结束语

上述 > 种策略读者可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的

选择。如果你手头无法获取故障硬盘主引导扇区

的备份，对 !"#$% 又不熟悉，可选择第一种策略，

用第一种策略中提供的程序结合 8!,)/ 对硬盘主

引导扇区进行修复；如果你非常熟悉 !"#$%，也

可用 !"#$% 直接进行修改：如果你身边有一台无

故障且硬盘分区相同的微机，可选择第三种策略

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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