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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据恢复技术是一门新兴技术，它通过各种手段把丢失和遭到破坏的数据还原为正常数据。《数据恢
复技术（经典重现版）》通过多种典型实例详细介绍了Windows系统下数据恢复技术的原理和方法，
内容包括硬盘数据组织、文件系统原理、数据恢复技术、文档修复技术、密码遗失处理技术、数据安
全技术和数据备份技术。
《数据恢复技术（经典重现版）》作者戴士剑是知名数据恢复专家，有多年的数据恢复工作经验。《
数据恢复技术（经典重现版）》是作者工作经验和技术理论的总结，适合IT系统客户服务人员、技术
支持工程师、技术培训人员、数据恢复技术工程师、信息安全工作人员、系统管理人员、安全保密部
门人员、计算机取证人员、操作系统开发人员、存储技术相关人员、学生，以及任何对相关技术和工
作感兴趣的读者，作为学习材料、参考资料或培训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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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士剑，湖北南漳人，合肥炮兵学院作战指挥专业硕士研究生。公开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数据恢复技
术》第1版、繁体版、第2版（原信息产业部数据恢复培训专用教材），以及《数据恢复与硬盘修理》
、《电子证据调查指南》等；参与编写的图书主要有《企业管理建模数据流程图集》、《数据安全与
编程技术》、《物证技术学（第3版）》、《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实务》
等。现就职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从事电子证据方面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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