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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地质资料的电子文裆!文件长时间保存和复制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错误!进行核对校验!保证电子文

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采用
*+,-./ )0 $0 &

开发!在地质资料电子文裆归档初期做好校验文件!之后可以用于该资料

的校验!提高地质资料电子文裆的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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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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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料是指在地质&矿产&物化探&测绘&水工

环等工作中形成的文字&数据&图表&影像等形式的

原始地质资料&成果地质资料和岩矿芯&各类标本等

实物地质资料%地质资料是地质勘查的第一手成果#

真实的记录和反映了地质工作的过程% 随着现代信

息技术在地质领域的广泛应用# 形成了大量的地质

资料电子文档%

地质资料电子文档分为文档和数据库两类#其

中文档类资料占主要类型# 文档类资料又分文字类

和图件类# 文字类主要有
?.@A

&

4B<C9

&

*AD

&

EFG

等格

式
H

图件类以
17FI8J

&

KL,.MK2

&

K@<I8J

等软件的文

件为主%皆以树型目录形式保存在存储介质中#由于

地质资料的复杂性和异构性会形成大量计算机文

件% 这些文件#在长期保存或更换存储介质时#会有

一定概率的出错# 或可能在阅览时被不经意的修改

或者破坏# 这就需要文件校验来保证电子文档的完

整性和准确性#我们采用
*+,-./

语言开发了一款文

裆类校验软件# 采用记录文件保存路径和文件的

12'

码来核对&校验电子文裆资料%

12'

是
6CJJ7GC5A8GCJ, 79G.@8,-6 '

!信息'摘要

算法"的缩写#被广泛用于加密和解密技术上#它可

以说是文件的(数字指纹)%无论是可执行程序&图像

文件&临时文件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文件#都有且只

有一个独一无二的
12'

信息值#并且如果这个文件

被修改过#它的
12'

值也将随之改变%因此#我们可

以通过对比同一文件的
12'

值#来校验这个文件是

否被(篡改)过%

*+,-./

是
%"

世纪
3"

年代初由荷兰的吉多*范

罗苏姆!

IL8A. N7/ O.JJL6

"创建的一个高层次的结

合了解释性& 编译性& 互动性和面向对象的脚本语

言% 是
PQRSS

!自由
T

开放源码软件"之一#可以自由

地发布这个软件的拷贝&阅读它的源代码&不牵扯版

权%

!

技术介绍

现有的采用
12'

码校验文件的软件是比较多

见的#如$

O7F8AMOM

等#都只针对文件进行
12'

校

验# 对于地质电子文档资料的文件夹嵌套和文件的

数量较大特性来讲操作较为繁琐# 且没有记录文件

的保存路径#这对于如
17FI8J

这类采用工程文件管

理各类文件的软件#路径错误会导致信息的缺失%所

以我们开发的校验软件即保存文档的存储路径也保

存文件的
12'

码#软件采用
*+,-./ )0 $0 &

开发#图

形界面采用
*+,-./

自带
,U8/,C@

库# 文件的
12'

码

计算采用
-7J-98V

库%

%

设计和实现

文件的
12'

码计算#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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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111

计算
,-.!%"&#$%"

文件的
23(

码
111

,-#$4 5 6*7 8-9,7 :"9*$4"),-.!%"&#$%"; << =>?@(AB C

获取文件的大小!转为
2D

$# ,-#$4 E *"%#7 &&F6G.!-HI0 J

大于
K=2D

!分次读取

' 5 ,-*,%$F7 '!();

L$9, 68".),-.!%"&#$%"+ MHFM/ -* #80

L,$%" NHG"0

!-9- 5 #87 H"-!)*"%#7 &&H"-!&FG##; J

每次读
@2D

$# .69 !-9-0

FH"-O

'7 G8!-9")!-9-; J

更新
23(

"%*"0 J

小于
KP2D

的文件!一次性读取

L$9, 68".),-.!%"&#$%"+ MHFM; -* #80

!-9- 5 #87 H"-!);

' 5 ,-*,%$F7 '!()!-9-; J

求文件的
23(

H"9GH. '7 ,"Q!$:"*9);

文件夹的遍历采用递归算法代码如下"

!"# 9H-R"%)*"%#+ SGH&8-9,;0

T11

遍历
*"%#7 L6HO&8-9,111

#$%"H&%$*9 5 6*7 %$*9!$HUSGH&8-9,; J

返回文件夹包含的文件或文件夹的名字的列表

#6H #$%" $. #$%"H&%$*90 J

遍历列表

-F*&8-9, 5 6*7 8-9,7 V6$.USGH&8-9,+ #$%"/ J

绝对路径

$# 6*7 8-9,7 $*!$HU-F*&8-9,/0 J

是文件夹继续遍历

*"%#7 9H-R"%U-F*&8-9,/ J

递归调用

"%*"0

"Q9&.-'" 5 6*7 8-9,7 *8%$9"Q9U-F*&8-9,/W=XW=0X7 G88"HU/ J

文件扩展名

$# "Q9&.-'" .69 $. *"%#7 &&H"'6R"0 J

不属于排除的文件

*"%#7 #$%"S6G.9 # 5 = J

文件计数
# =

'!( 5 *"%#7 #$%"&'!(U-F*&8-9,/ J

文件的
23(

码

*"%#7 $.#67 -88".!UW*9HU*"%#7 #$%"S6G.9/+ -F*&8-9,W*"%#7 &&*"S9$6.0X+ '!(X/ J

存入列表

*"%#7 LH$9"S,"SOU/ J

写入
23(

文件

按照校验文件
S,"SO7 '!(

核对文件夹的代码如下"

!"# S,"SO&'!(U*"%#/0

111

按照校验文件核对文件的
23(

码
111

S,O&#$%" 5 68".U*"%#7 R"H$#I&#$%"+ MHM/ J

读取校验文件

%$.".* 5 S,O&#$%"7 H"-!%$."*U/ J

全部读入

$# %$.".*W=XW(0X7 *9H$8U/ Y 5 *"%#7 L6HO&8-9,0

NZ7 '"**-:"F6Q7 *,6LL-H.$.:U9$9%" 5 T

提示
T+ '"**-:" 5 T

资料文件夹和校验时文件夹不相同#

T;

%$.".* 5 %$.".*WP0X C

去掉前两行

#6H %$." $. %$.".*0 C

第三行到最后一行

*"%#7 #$%"S6G.9 # 5 = C

文件数
# =

9Q9&%$." 5 %$."7 *9H$8U;7 *8%$9UT[T; C

一行去空格!分解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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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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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文件的结构

"#$% & '()*+(*), -. /,)#.#+0(#-1 .#2,

034560(7 8 -4% 60(7% 9-#1:4,2.% ;-)<560(7= (>(52#1,?@AB C

绝对路径

.#2,5DEF 8 (>(52#1,?&A C

保存的
GHF

#. -4% 60(7% #4.#2,I034560(7BJ

DEF 8 4,2.% .#2,5DEFK034560(7L C

计算文件的
GHF

#. DEF 8 8 .#2,5DEFJ

4,2.% #1.-% 066,1E:?4():4,2.% .#2,+-*1(L= (>(52#1,?@A= M

正确
MAB

,24,J

4,2.% #1.-% 066,1EI?4()I4,2.% .#2,+-*1(B= (>(52#1,?@A= M

校验错误
MAB

,24,J

4,2.% #1.-% 066,1EI?4()I4,2.% .#2,+-*1(B= (>(52#1,?@A= M

文件不存在
MAB

+7<5.#2,% +2-4,IB

校验文件的扩展名为
% DEF

!采用文本形式保存

于检验文件夹目录下!可以用记事本等文本编辑软

件打开!摘要记录了生成该文件的日期"时间!选择

目录为校验文件夹!之后的数据为文件的相对路径

和校验码!以
MN

#分割!具体见图
&

$

软件运行界面见图
O

!

GHF

码和校验按钮分别

对应生成校验文件和以检验文件校验文件夹$

P

运行结果

电脑配置%

#Q PRP@S O% !T

&

U% @@TV

内存& 普通

笔记本机械硬盘!选择了一个
FQ@GV

!包含
ORR

个

文件夹!

OPU&

个文件'主要为
GWXTY'

&

Z>+,2

&

[-)E

&

\6,$

文件(的文件夹!计算
GHF

码生成校验文件用

时大约是
R

秒!然后作者修改了其中一个
G06T#4

图

件的点文件'

% []

(!并删除了几个文件!运行软件!

校验该文件夹用时约
F

秒! 精准的对之前的操作给

出了校验错误和文件不存在的结论) 见图
P

$

!

结论

对于嵌套文件夹及多文件的校验做到准确计

姚兴华等%基于
GHF

码地质资料'电子文档(的完整性校验
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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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软件运行界面

!"#$ # %&'()*+,( -* .-*'/+)( -0()+'"-&

图
!

软件校验结果

1"2$ ! 3()"*",+'"-& )(.4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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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01&%# 2 3"4&! -% 1!5 ,-!&

"#$ %&'(!)*+

!

,)#-. %&+/!0*+'

!

123 4+&!"&'(

"

!"# !"$%& '()*$*+*# ,- .#,/,01 2(& 3$(4%2/ 567/,%2*$,(8 .2()+ 9%,:$(;$2/ <+%4=+ ,- .4,/,01 =(> 3$(4%2/

567/,%2*$,( 2(> ?4:4/,7@4(*8 A2(B",+ CDEEFE8 G"$(2

#

"6789:;8

!

45678 +'9 :6;&<= >56 6;;/;? >5+> @+= /77*; &' >56 A;/76?? /< B/'(C>6;@ ?>/;+(6 +'9 7/A= /<

6B67>;/'&7 9/7*@6'>? /< (6/B/(&7+B 9+>+D ?/ +? >/ 6'?*;6 >56 &'>6(;&>= +'9 +77*;+7= /< >56 6B67>;/'&7 9/7*@6'>?E

$A6' ?/*;76 F=>5/' GE H &? +9/A>69 &'?>6+9 /< >56 >5&;9CA+;>= B&I;+;=E 2' >56 &'&>&+B ?>+(6 /< <&B&'( /< 6B67>;/'&7

9/7*@6'>? /< (6/B/(&7+B 9+>+D >56 :6;&<&7+>&/' 9/7*@6'>? 7+' I6 *?69 </; >56 :6;&<&7+>&/' /< >56 9+>+ +'9 A;/@/>6

>56 6B67>;/'&7 9/7*@6'>? /< (6/B/(&7+B 9+>+E

<=> ?@9A7

!

JKL

$

F=>5/'

算!对文件修改或删除只能提示!不能提供具体的

恢复方案! 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改进的地方% 对

F=>5/'

图形界面
>8&'>6;

库的运用!多个控件的相互

绑定!剪切板的访问和赋值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软件的运行效率和校验结论符合设计的预期!能

满足文件夹嵌套和多文件的校验! 具有一定的实

用价值%

作者已将该软件采用
A=&'?>+BB6;

封装为
6M6

文

件!可以脱离
F=>5/'

环境独立运行!有需要者可与

作者联系!提供免费使用%

在软件的构思和开发过程中! 作者得到了同事

们的很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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