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动多种 DOS 版本的系统软盘

于杨丽 洪朝煌 厦门大学物理 系 ( 360 10 3)

微型计算机一问世
,

支持它的核心软件也应运而

生
。

从 1 9 8 1 年以〕5 1
.

0 开始 ,直到 19 8 7年 DO S 3
.

3 0

的推出
,

标志着磁盘操作系统日趋成熟
。

在这期间
,

我

国 P C 机也开始得到迅速普及和发展
。

随之而来的各

种中文操作系统
、

中文文字处理及数据库等汉化软件
,

纷纷涌现
。

但 D O S 的发展并未划上休止符
,

尔后几年

间
,

D o s 4
、

D O S S
、

D o s 6 接二连三地出台
。

电脑用户

们很快发现
:

不少中文应用软件却无法在 D O S 新版本

上正常运行
。

当然
,

这不是应用软件开发者的过失
,

因

为任何应用软件的开发者只能依赖现行 D O S 提供的

环境平台研制出自己的产品
。

D O S 的每次革新是值得

称道的
,

但这种创造性与依赖性的矛盾、是应用软件与

新版本 D O S 不兼容的根源之一
。

笔者正是在频繁地更换操作系统的过程中突发奇

想
:

能否将多种版本的 D O S 集于一盘中? 经过对多种

版本 D O S 启动过程的剖析
,

终于成功地把 以妈 .3 30

或 (以〕5 4)
、

以〕5 5 和 l叉〕5 6 的启动系统汇集于一张
1

,

ZM 软盘上
,

按需要选择启动对应的操作系统
.

虽然

此举并非根本上解决 以 ) S 与应用软件之间不兼容的

矛盾
,

但对苦于无门的广大用户来说
,

不乏为自我解脱

之招
。

现介绍其原理和制作方法
,

从中也可对软盘操作

系统的启动有更多的了解
。

一
、

原理

M S
-

IX〕S 由三个系统文件组成
,

即 10
.

S Y S
、

M S

以〕5
.

S Y S
、

CO MM A N D
.

C OM (在 P C
-

L ( )S 中为 IB M
-

BOI
.

C OM
、

IBM D O S
.

C OM
、

C OM M A N D
.

C OM ) ,

这三

个文件分别管理微扒的梅入输出设备
、

操作系统核心

功能和命令处理
。

不同版本的 D O S
,

其系统文件的内

容不同
,

版本越高管理功能越强
。

利用某种版本启动微

机
,

该种版本的管理功能将控制整个微机系统
,

但无论

哪种版本的 】) 0 5 都需要将自己的三个系统文件载入

微机系统的过程
,

这就是系统自举 (B O O T IN G )
。

对软

盘而言
,

自举是从位于 O 面 0 道第一个扇区的引导记

录开始的
。

显然
,

要选择性启动 D O S
,

首先必须了解引

导记录的特点以及不同 DO S 版本引导记录的异同
。

下

面以 D O S 3
.

30
、

D O S 么 DO S S 和 D O S 6 为例
,

对跟制

作有关的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

( 1) 它 们有着相 同的结构
,

即 JM P 跳转指 令
、

O EM 标志
、

磁盘 I o/ 参数表
、

引导程序代码
。

(其中
IX 〕5 6 一字不差地沿用了 DO S S 的引导记录 )

.

此外
,

它们的引导程序有着相同的引导步骤
,

即首先进行初

始化一~ 计算根目录表和磁盘数据区的起始绝对扇号

一~ 将根目录表的第一个扇区读入 。 : 500 H 开始地址

.

4
.

处一~ 判断有无 10
.

S Y S 和 M S D O S
,

S Y S 两文件一~

若 有
,

则把 10
.

S Y S 调 入内存一~ 将 控 制权 转 予

10
.

S Y S 程序由它继续完成自举
。

各版本虽然有以上

共同点
,

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引导记录可互换代用
、

登

如 D O S 4 的引导记录不能用于启动 以〕5 5 的系统文

件 自举
,

反之亦然
。

其原因是引导程序运行时
,

要从 I/

O 参数表取得数据并在某存储单元和寄存器中建立某
些参数

,

以供 1.0 污全污程序接着使用
.

而不同版本的引

导记录其 IO/ 参散表
、

存储单元地址及所建立在寄存

器 的参数略 有差 异
,

这势必影响 非对应版本的

10
.

S Y S 文件的正常调入和运行
。

值得一提的是 〕 〕5 5

的引导记录可用于 D O S
_

3
.

30 系统文件的自举
,

反之

则不然
。

这原因亦如同上所致
。

从以上的分析知道
,

启动多种 工幻 S 系统文件福要
利用各自对应的引导记录

,

但存放引导记录的位皿只

有一个
,

即 O面 。 道第一扇区
.

这矛盾如何解决? 研究

过电脑病毒的人一定晓得
,

在操作系统型病毒中
,

引导

记录扇区往往被病毒程序占据
,

原 LK) S 的引导记录被

移到别处
,

待病毒程序执行后才将引导记录从存放处

读入内存
,

并开始自举
。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技巧

(病毒程序中不乏令人赞叹的技巧
,

只可惜用于邪门 )
,

先将各版的 D O S 引导记录放里在某个连续扇区中
,

选

择 D o s 版本两主程序放入 。 面 。道第一个扇区
,

到时

即可择需调入对应的引导记录了
。

( 2) 它们的引导程序在调入 10
.

SY S 文件的具体

做法不同
。

D O S S 以前的版本不单要求 OI
,

SY S
、

M S

D O S
,

SY S 两文件存放在物理上连续的扇区中
,

而且还

严格要求 1.0 S Y s 文件的首扇区也是磁盘文件数据区
的首扇区 (对于 1

.

2M 软盘
,

逻辑扇区号为 ID订
,

首簇

号为 2 )
。

以〕5 5 却只要求系统两文件的扇区物理上连

续就行了
,

首簇号可以是任意的
.

我们庆幸 IX〕S 设计

者作这一变动
,

这使我们可以利用
“

借躯还魂
”

之法给

予解决
。

请仔细查看表 (“ )的根目录表
,

第 1
、

2
、

3项为
D O S 3

.

3 0 的系统文件
,

第 4
、
5

、
6项为 D O S S 的系统文

件 (已改名 )
,

第 7
、

8
、

9 项为 D O S 6 的系统文件 (已改

名 )
。

D O S 3
.

3 0 的 IO
.

S Y S 文件的首簇号为 2
。

待我们

欲启动 IX ) 5 5 时
,

只要将根 目录表中 10
.

SY S
、

M S
-

ODs .s ys 和 C o M M A N .D C OM 文件的茸簇号和长度

全部改成加5 5 对应的系统文件 (即 15 0
、

M s o
、

e s o )

的首簇号和长度即可
。

这样以〕5 5 的引导程序在检查

根 目录表时仍可找到两个葬统文件
,

在调入 OI 污Y S

文件时恰恰引用了更改过的首簇号
,

正确地把 15 0 文

件调入内存
,

由于 150
、

M 50 存放时其扇区物理上是连



推
。

利用 D E B UG时
,

可事先将 D O S 3
.

30 盘放进驱动

器 A 中
,

健入 L 10 。 。 。 1了接着换上新盘并键入 W l oo
0 1 9 1了

,

如此下去直到全部引导记录存完
。

在此例中
IC 号扇空着

.

(4 )可把除了 c 0 M M A N D
.

C OM 以外的所有系统
文件的属性改成隐含系统文件

,

使之隐藏起来
。

建立三

个子目录取名为 D 0 5 3
.

3
、

D o S S。 和 D 0 s 60, 择优把对
应版本的外部命令文件复制到相应的子目录中

。

这样

可启动多种版本的系统盘之制作宣告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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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
,

所以 自举全过程也同样正确地把 M 50 调入内

存
。

对于 CO M M A N D
.

C OM 文件
,

此时 D O S 的核心功

能已建立
,

只要首族号无误
,

对应的 C 50 文件也被调

入执行
.

选择以 ) 5 6 的情况也一样
。

如果再选择 D O S

3
.

30
,

则把 D o s 3
.

30 系统文件的首簇号
、

长度恢复凉
样就行了

。

我们把 D O S 3
.

30 三个系统文件的首族号

和长度存放在主程序中 7D F Z~ 7D F D
。

二
、

制作
:

以制作M S
一

D O S 3
.

30
、

D O S S 和 】:X )5 6 集于一盘

为例
.

假设驱动器 A 为 1
.

2M 软盘驱动器
.

( 1) 先在任意版本 D O S 系统状态下格式化一张
1

.

ZM 软盘 F O RM A T A :

s/ (笔者是在 〔K万 3
.

30 状

态 )
。

按表 (一 )中目录项之排列依次将以 ) 5 5 和 E ( )S

6 的三个系统文件更名复制到这新盘上 (D O S S 的

10
.

S Y S 改名为 150
,

M S D O S 改 名为 M S
.

O
,

C O
-

M A N D
.

c OM 改名为 C 50
,

依此类推
.

)有两个原则要

记住
,

其一是 D O S 3
.

30 和 D O S 4 只能选择一个 . 其

二
,

它的系统文件排列时应放在根 目录表的前项
,

oI
·

S Y S 文件的首簇号只能为 2
.

为了保证各系娜文件

OI
`

S Y S 和 M S D O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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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
,

应在盘上无其它非系统文件时
,

按顺序逐一用

C O P Y 命令复制
。

读者可选用其它方法复制
,

但要保证

10
.

Ys S 和 M s D 0 s
.

ys s 簇链的簇号是连续的
。

制作

上失败
,

问题往往出在这里
。

( 2) 用 D E BU G 将任意版本的软盘引导记录调入

内存地址 7C 00 处 (笔者用 D O S S 的引导记录 )
,

即打

入 L 7C oo l 。 。 ,

从 7C 。。 处开始输入主程序
。

若用 】) 0 5

5 或 D O S 6 的引导记录
,

C7 00 处 的跳转指令 JM P

7c 3E 不用更改
,

并且保留 7C 02 ~ 7C 3D 的 O EM 标志

和 1/ 0 参数表
,

事实上主程序从 7C 3E 开始输入
.

若用

其它引导记录
,

虽然其 1/ 0 参数表较短
,

但为了主程序

的正常运行
,

仍须将 7C 。。 处改成 JM P 7C 3E
,

也要从

7C 3E 处开始输入主程序
。

我们编写主程序时
,

设计最

多可选择 4 种版本的 D O S
。

主程序地址 7D 70 处
“ 3 3”

为版本数量的 A文 11 码
,

表示有三种版本
。

若有四种

版本
,

则改成
“
34

” 。

在 7Dg g~ 7D BD 中
,

按根 目录的顺

序输入对应的版本名
。

在此例中
,

第 4 个不使用
,

故填

讹黔尼摄撬器男
于屏幕显示

。

另外
,

、
0 0

、

7E
、

57 为 p 0 s

30 的 10
.

S Y S 文件之首簇号和长度
,

ZE
、

oo
、

B0
、

75

6 9
、
0 0

、

1兀
、

62 分别是 M S以〕5
.

S Y S 和 C OM
-

M A N D
.

c 0 M 的
。

主程序翰入完毕
,

将新盘擂入 A 驱

动器中
,

键入 W 7c 00 0 0 1了
,

将主程序存到新盘的引
导记录扇区中

。

( 3) 最后把 D O S 3
.

3。
、

DO S S 和 D O S 6 的引导记

录存入新盘中
。

我们选择根目录表的最后 4 个扇区
,

即

逻辑扇区的 1 9
、

IA
、

IB
、 IC 号作为这些引导记录的存

放位 t
。

当然
,

根目录表的目录项将减少 32 个
,

但这对
于目录项容 t 为 2 24 个的 1

.

2M 软盘来说影响不大
。

按主程序的定位第一个 DQ s 引导记录存入 19 号湃辑
扇

,

第 2 个 D O S 引导记录存入 IA 号逻辑扇
,

依次类

另外
,

当把 CP
~

D O S 与 M S
一

D O S 混合于一盘时
(如 P C

一

D O S 3
.

31
,

M S
一

DO S S
,

M S
一

D O S 6 集于一盘 ),

除了把 P C
一

D O S 3
.

31 的二个系统文件 BI M BOI
.

COM
、

和 BI M D O S
·

COM 改成 10
.

S Y S 和 M S DO S
.

SYs 外
,

P c
一

D o s 3
.

31 引导记录中用于核查系统文件的存在

的系统文件名标志
,

也要修改成 10
.

S Y S 和 M SD O S
. -

SY S
,

才存入盘中 19 号逻辑扇
.

使用时
,

将这
“

万用
”
启动盘插入 A 驱动器

,

冷或

热启动后屏幕会显示当前的版本号 v E R S IO N :
.3 30

,

并提示击任意健或选择版本
。

若击任意健
,

主程序则启

动当前版本的操作系统 ,若要启动其它版本 D O S 可健

入对应序号
。

由于在改变版本时主程序需改写根目录

中系统文件的首簇号和长度
,

所以此时软盘不应贴有

写保护纸纤
,

下次用此盘启动时
,

当前版本状态将是上

一次选择的版本号
.

版本号的标志存于根目录表上
,

参

看表 (一 )中 5 10 H 处
,

此标志是主程序自动写入
,

用户

无需干预
。

下面介绍主程序中几个主要功能
:

① 7C SB ~ 7C 67
:

读根 目录表第一个扇区
,

② 7C A 3~ 7C BB :

恢复第一个 D O S 系统文件的首

簇号和长度
。

③ 7 cc
。~ 7C E心:

修改第一个 D o S 系统文件的首

簇号和长度
。

④ 7c E7 一 7c F3
:

改写根目录表
. _

⑤ 7c F7 一 7D OA :

将所选择的 D O S 引导记录读入

内存 7c oo 处
·

⑥ 7D 28
:

将控制权转予引导记录程序
.

14DE
:
7C 。。 E B 3C JM P 7C 3 E

「

14 D E . 7C OO 9 0 4D 5 3 4 4 4F 5 3一 3 5 2 E 3 0 0 0 0 2 0 1 0 1 00

入在.3和



14 D E
,

C7 10 02 EO 0 0 60 09 F g 0 7 0 0一OF 00 0 2 0 0 00 00 00 00

14优
:
7C 20 00 0 0 0 0 0 0 00 00 2 9 F F一 0F 33 I F 4E 4F 幼 4E 4 1

14 D E
:
7C 30 4D 4 5 2 0 2 0 20 尾0 4 6 4 1一 5 4 3 1 3 2 2 0 2 0 2 0

14 D E
: 7C 3E F A C L I

14D E
: 7C 3F 3 l C O X O R A X

,

A X

14D E
:
7C 4 1 SE D O M O V S S

,
A X

14 D E
:
7C 4 3 SE C O M O V E S

,
A X

14 DE
: 7C 4 5 SE D S M O V D S

,

A X

14 D E
:
7C 4 7 D 8 0 0 7C M O V A X

,

7C OO

14 D E
: 7C 4 A 8 9C 4 M O V S P

,

A X

1 4 D E
: 7C 4 C F B S T I

14 D E
:
7C 4 D 8 9 C 6 M O V 5 1

,

A X

14 D E
;
7C 4 F BF 0 0 7 E M O V D l

, 7E 0 0

14 D E
:
7C 5 2 F C C L D

14 D E
:
7C 5 3 B 9 0 0 0 1 M O V C X

, 0 1 0 0

14 D E
: 7C 5 6 F 3 R E PZ

14 D E
:
7C 5 7 A S M O V SW

14 D E
: 7C 5 8 E 9 0 0 0 2 JM P 7 E S B

14 D E
:
7C S B B B 0 0 0 5 M O V B X

, 0 5 0叮

14 D E
: 7C SE B 8 0 1 0 2 M O V A X

, 0 2 0 1

14 D E
:
7C 6 1 BA 0 00 1 M O V D X

, 0 10 0

14 D E
: 7C 6 4 B 9 0 1 0 0 M O V C X

, 0 0 0 1

14 D E
,
7C 6 7 C D 1 3 IN T 1 3

14 D E
:
7C 6 9 A l l o o s M O V A X

,

[ 0 5 1 0〕
14 D E

:
7C 6C 0 8C 0 O R A L

,

A l

14 D E
:
7C 6E 7 5 0 4 JN Z 7C 7 4

14 D E
:
7C 7 0 4 0 IN C A X

14 D E
:
7C 7 1 A 3 1 0 o s M O V [ 0 5 10 〕

,
A X

14 D E
:
7C 7 4 BE 7 2 7F M O V 5 1

,

7F 72

14 D E
:
7C 7 7 E 8 B 3 0 0 C A L L 7 D ZD

14 D E
:
7C 7A E S BF 00 C A I

,

L 7 D 3 C

14 D E
:
7C 7D B E 7 C 7 F M O V 5 1

, 7F 7〔二

14 D E
:
7C 8 0 E S A A 0 0 C A L I

祠

7 D Z D

14 D E
:
7C 8 3 3 1C 0 X () R A X

.

A X

14 D E
:
7C 8 5 C D 1 6 IN T 16

14 D E
:
7C 8 7 3 0 E 4 X 《〕R A H

,

A H

14 D E
:
7C 8 9 3 C 3 1 C M P A l

, , 3 1

l斗D E
:
7C SB 7C 6 A J l

,

7C F 7

14 D E
:
7C S D 3 B 0 6 7 0 7 F C M P A X

,

[ 7F 7 o 〕
14 D E

:
7C g l 7 7 6 4 JA 7C P 7

1 4D E
:
7C 9 3 2 D 30 0 0 S t JB A X

.

0 0 3 ( )

1 4n E
:
7C 9 6 3 B o 6 l o f ) 5 C M P A X

.

厂
(、 5 1。 ,

1 4D E
:
7C gA 7 4 5B JZ 7C F 7

1 4D E
: 7 C gC A 3 l o o 5 M ( )V 〔(, 5 1 0〕

,

A X

1 4D E
: 7C gF 3C 0 1 CM P 八L

, 0 1

1 4D E
:
7C A I 75 l D JN Z 7C C O

1 4D E
: 7C A 3 B F F 2 7F M ( )V S l

.

7 F F Z

1 4D E
: 7C A 6 B F I A 0 5 M ( )V T) I

,

0 5 1A

14 D E
: 7C A g E S A C 0 0 C A I

碑

L 7D 5 8

14 D E
: 7C A C B E F 6 7F M O V 5 1

,

7F F 6

1 4D E
:
7C A F BF 3A 0 5 M O V D I

, o 5 3 A

1 4D E
:
7C B Z E S A 3 0 0 C A L L 7D 5 8

1 4D E
:
7C B S B E FA 7F M O V 5 1

,

7 F F A

1 4D E
: 7C B S B F SA 0 5 M ( )V DT

, 0 5 5 A

1 4D E
: 7C B B E 8 9 A 0 0 C A L L 7D 5 8

1 4D E
:
7D B E E B 2 7 JM P 7C E 7

1 4D E
: 7C C O 4 8

1 4D E
:
7C C I B 9 6 0 0 0

1 4D E
: 7C C 4 F 7 E I

1 4D E . 7C C 6 0 5 1A 0 5

1 4D E
: 7C C g 50

1 4D E
: 7C C A S E

1 41) E
: 7C C B 5 6

1 4D F
: 7C C C B F IA 0 5

1 4D E
: 7 C (二F E 88 60 0

1 1D E
:
7C D Z S E

1 4D E
: 7 C D 3 8 3 (二6 2 0

1 4D E
:
7 CD 6 5 6

1 4D E
: 7C D 7 B F 3 A 0 5

1 4D E
:
7C D A E 8 7 B 0 0

1 4D E
:
7 C D D S E

1 4D E
:
7C D E 8 3 C 6 2 0

1 4D E
: 7C E I B F SA 0 5

1 4D E
:
7C E 4 E 8 7 1 0 0

1 4D E
:
7 C E 7 B B 0 0 0 5

1 4D E
:
7 C E A B 8 0 10 3

1 4D E
:
7C E D BA 0 0 0 1

1 4D E
: 7 C FO B 9 0 1 0 0

1 4D E
:
7 C F 3 C D 1 3

1 4D E
: 7 C F S 7 2 2 0

1 4D E
:
7 C F 7 B D 0 50 0

1 4D E
: 7 C FA B B 0 0 7C

1 4D E
: 7 C FD 8 B0 E 1 00 5

1 4D E
: 7 D 0 1 8 3C 1 0A

1 4D E
:
7 D 0 4 B 8 0 1 0 2

1 4D E
:
7 D 0 7 BA 0 0 0 1

1 4D E
: 7 D OA C D 13

1 4D E
:
7 D OC 7 3 1 1

1 4D E
:
7 D OE 2 9 C 0

1 4D E
:
7 D 10 C D 1 3

1 4D E
:
7 D 1 2 4D

1 4D E
:
7勺 1 3 7 4 0 2

1 4D E
:
7 D 1 5 E B E 6

1 4D E
:
7 D 1 7 B E C 1 7 F

1 4D E
:
7 D I A E 8 1 0 0 0

1 4 D E
:
7 D I D E B F E

1 ID E
:
7D I F E s l A 0 0

] 4 r )E
: 71) 2 2 B E B E 7 F

1 4 D E
:
7D 2 5 E 8 0 5 0 0

14 D E
: 7D 2 8 E A 0 0 7C 0 0 0 0

1 4 1)E
:
7 D ZD A C

1 4 r )E
:
7 D ZE 0 8 C 0

1 4 n E
: 7D 3O 7 t O g

14 D F
:
7D 3 2 1飞4 0E

14 D E
: 7D 3 4 B B 0 7 0 0

1 4 D E
:
7D 3 7 C D 1 0

14 D E
: 7D 3 9 E B F Z

1 4 D E
: 7 D 3B C 3

14 D E
: 7D 3C A l l 0 0 5

14 D E
:
7D 3F 4 8

1 4 DE
:
7D 4 0 B 9 0 A 0 0

14 D E
:
7D 4 3 F 7 E I

D E C A X

M O V C X
, 00 6 0

M U L C X

A D D A X
, 0 5 l A

PU S H A X

PO P 5 1

PU S H 5 1

M O V D l
, 0 5 1A

C A L L 7D 5 8

PO P 5 1

A D D 5 1
,

十 2 0

PU SH 5 1

M ( )V D I
,
0 5 3A

C A L L 7D 58

PO P S I

A D D 5 1
,

十 20

M O V D l
, 0 5 5A

C A L L 7D 5 8

M OV B X
, 05 0 0

M O V A X
, 0 3 0 1

M O V D X
,
0 10 0

M ( ) V C X
, 0 0 0 1

IN T 1 3

JB 7D 17

M O V B P
, 0 0 0 5

M O V B X
,

7C 0 0

M O V C X
,

[ 0 5 1 0〕
A D D C X

,

+ OA

M O V A X
,
0 2 0 1

M O V D X
,

0 10 0

I N T 1 3

JN B 7D I F

S U B A X
,
A X

I N T 1 3

D EC B P

JZ 7D 1 7

JM P 7 C FD

M O V 5 1
,
7F C I

C A L L 7 D Z D

JM P 7 D I D

C A L L 7 D 3C

M O V sl
,

7F B E

C A L L 7 D ZD

JM P 0 0 0 0 : 7C 0 0

L O D S B

O R A L
,
A L

JZ 7D 3B

M O V A H
, OE

M O V BX
, 0 0 7

IN T 1 0

JM P 7D ZD

R E T

M O V A X
,

〔0 5 1 0 )
D E C A X

M O V C X
, 0 0 0 A

M U L C X



1 4D E
:

7D 5 40 59 A7F

1 4D E: 7D 8 8 49 C 6

1 4D E: D 7 4 AB90 0 70

1 4D E
:

7D D 4 AC

1 4D E
:

7D 4 EB0 4 E

1 4D E
: 7D0 5 B B0 70 0

1 4D E
:

7D 5 3D C10

1 4D E
:

7D 55 EZF 6

1 4D E
: 7D 5 7C 3

1 4D E
:

D 58 9 B 70 0 40

1 4D E
:

7D S B C A

1 4D E
:

7D S C A A

D D A A X
,

7F gA

M OV SI
,
A X

M O V C X
,

00 0 7

LO D S B

M O V A H
, OE

M O V B X
,

0 0 0 7

IN T 1 0

L (X 〕P 7D 4D

R E T

M O V C X
, 0 0 0 4

L O D S B

S T O S B

14 D E
:
7D S D E Z F C L (劝P 7D S B

1 4 D E
:
7D S F C 3 R E T

1 4 D E
:
7 D 6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4D E
: 7D 7 0 33 00 5 6 4 5 52 53 4 9 4F一 4E 2 0 3A 00 0D 0A 73 74

1 4D E
:
7D 8 0 72 69 6B 6 5 2 0 61 6E 7 9一 6B 6 5 79 20 6F 72 2 0 53

1 4D E
:
7D 9 0 45 4C 4 5 4 3 54 3A 20 2 8一 3 1 2 9 64 6F 73 3 3 Z E 33

1 4D E
:
7D A O 2 0 28 32 2 9 6 4 6F 73 3 5一 ZE 3 0 20 28 3 3 2 9 64 6F

1 4D E
:
7D BO 7 3 36 ZE 3 0 2 0 28 3 4 2 9一 6 4 6F 73 30 ZE 3 0 OD OA

1 4D E
1
7】犯 0 0 0 5B 57 5 2 4 9 54 雀9 2 0一 5 0 5 2 4F 54 4 5 4 3 54 20

1 4D E
: 7DOD 6F 72 2 0 64 69 7 3 6B 2 0一 6万 7 2 72 6F 7 2 SD 00 0 0

1 4D E
:
7D EO 00 00 0 0 0 0 00 00 0 0 00一 00 00 0 0 00 00 0 0 0 0 0 0

14D E
:
7D FO 00 0 0 02 0 0 7E 57 ZE 0 0一 BO 7 5 69 00 1又二62 00 00

用 B A SI C 程序读取 W P S 文件内容

丁怀德 山东聊城商业技工学校 (2 52 00 0)

W P S 的 D 编辑方式可以对文件进行加密
,

其密码

最多不超过 8 个 A CS
l l 字符 (除回车符外 )

。

方法是把

每个宇符的 A CS ll 码求反
,

然后再进行高低位互换
,

这八个字节从偏移地址 OZD D H 开始存放
,

没设置密

码时全 为 00 H
,

先设置后 又取消
,

第一个字节变为
。。H

,

而后面的内容却还是原来的值
。

改变密码
,

若新

密码比旧密码短
,

旧密码多出的字节仍保留
,

这部分与

新密码的最后一字节用 00 H 隔开
。

WP S 文件的文件头长度为 1 0 2 4 字节
。

第 1
,

2 字

节存放标志
:
01 F F 或 o ZF F 或 03 F F

。

正文的每个字符
(包括各种控制字符 )从偏移地址 O4 0 o H 处开始存放

。

如果没有设置密码或设置密码后又取消
,

存放的是每

个字的机内码
,

否则
,

就用每 8 个字节与 02 D D H 开始

的 8 个字节进行异或运算
,

以其结果取而代之
,

直到遇

到结束符为止
。

根据这个方法
,

我用 BA S IC 语言编写了一个程序
(R U W P S

.

B A S )
,

它具有以下功能
:

1
.

可以读取并显示文本文件内容
。

2
.

可以破译以 D 方式编辑存盘的 W P S 文件密

码
。

3
.

显示以 D 方式编辑存盘的 W P S 文件内容
,

无

论是否加密
。

(不能显示 W P S 所特有的控制符号 )
。

4
.

可以在只有低密软驭的 PC 机上完成 以上功

能
。

加密后的文件比未加密时的显示速度要慢一些
。

如果需要
,

可以打印出来
,

方法是在打入命令 R U N 之

前先按下 C t r l+ P 键
。

在装有W P S 系统的微机中
,

如果文件加密后忘

记了密码
,

你只要按本程序所显示的密码
,

就能打开加

密文件
。 ·

注
:

这个程序适用 于 S。琳 r

cc D O S 5.,1
,

WPS

2
.

1
。

3 0 DI M T B $ ( 2 0 )
,
K ( 2 0 )

4 0 P R IN T
;
IN PU T

“

谙输入文件名
” ;
W JM $

5 0 O P E N W JM $ A S # I L E N = 2

6 0 F正 L D # 1
,

1 A S M A $
,

1 A S M B $

7 0 G E T # 1
,
1, T P $ = M A $

:
T Q $ = M B $

9 0 X P $ = H E X $ ( A S C ( T P $ ) )
:
X Q $ = H E X , (A S C ( T Q

$ ) ) : C LO S E

1 0 0 IF X P $ + X Q $ =
, ,
I F F

斤
T H E N G O T ( ) 1 2 0

1 1 0 B Z ~ l
:
G O T ( ) 4 30

1 2 0 P R IN T
”
以下为

开 ; W JM $ . ”

的密码
: ” :

PR IN T

13 0 O P E N W JM $ A S # 1 L E N 一 l :
F IE L D # 1

,

1 A S M A $

1 5 0 F O R K = 7 3 4 T O 7 4 1

1 7 0 G E T # 1
,
K :

W $ 二M A $
:
X $ = H E X $ ( A别二(W $ ) )

19 0 IF L E N ( X $ ) = 1 T H E N X $ 一
” 0 ” + X $

20 0 M M $ = M M $ + X $

2 10 作 X $ =
”
0
即
T H E N 3 60

2 20 X $ = R IG H T $ ( X $
,

l ) + L E F T $ ( X $
,

1 )
:
G O S U B

10 2 0

2 30 A 二 2 5 5一 S

24 0 FI A = 0 T H E N P R IN T
”

功能键 ( F l一 F 12 )
“ :

G ( ) T O 3 5 0

2 5 0 IF A > 3 2 A N D A < 12 7 T H E N P R IN T C H R $ ( A ) . ”

即 ; :
G (〕T O 3 5 0

2 6 0 FI A = 12 7 T H E N P R IN T
”
C t r l+ 价

e k叩 a e e ,` :

以〕T O 3 5 0

2 7 0 FI A < 2 7 T H E N P R IN T
”
C t r l+

即 ; C H R $ ( A + 6 4 )
:
G a

T O 3 5 0

2 8 0 O N 人一 2 6 G O T O 3 0 0
, 3 1 0

, 3 50
,

3 2 0
,

3 3 0
,

3 4 0

2 9 0 GO T O 3 50

3 0 0 P RNI T
”
E sc

即 :
G O T O 3 50

3 1 0 P R水T
”
C t r l+ L

厅 :
G O T O 35 0

3 2 0 P R IN T
”
C t r l十

” :
G O T O 3 5 0

3 3 0 P RNI T
”
C t r l+ 0

即 :
G ( ) T O 3 5 0

3 4 0 P R州 T ,空格
,

3 5 0 N E X T 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