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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进制文件保护机制概述

1. 通过修改原始二进制代码的结构和顺序，使其难以逆向工程和分析。

2. 常用的混淆技术包括控制流平坦化、指令重排、数据加密等。

3. 增加了攻击者破解二进制文件并了解其功能的难度。

§ 数据加密

1. 对二进制文件中的敏感数据（例如密码、API 密钥）进行加密，以防止未经授权

的访问。

2. 常用的加密算法包括 AES、RSA 等，可以保护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机密

性。

3. 加密可确保即使攻击者获得二进制文件，也无法直接获取明文数据。

§ 代码混淆



 二进制文件保护机制概述

代码签名

1. 使用数字签名对二进制文件进行验证，以确保其未被篡改。

2. 通过可信赖的证书颁发机构颁发的代码签名证书来进行签名。

3. 代码签名可防止攻击者对二进制文件进行恶意修改，并确保其真实性和完整性。

反调试

1. 检测和阻止调试器或逆向工程工具对二进制文件的分析。

2. 通过反调试算法和修改调试信息等技术来实现。

3. 反调试可增加攻击者对二进制文件进行动态分析和逆向工程的难度。



 二进制文件保护机制概述

§ 内存保护

1. 通过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 (ASLR)、堆栈保护等技术，来保

护二进制文件在内存中的安全性。

2. ASLR 随机化内存中代码和数据的地址分配，防止攻击者利

用已知地址漏洞。

3. 堆栈保护可防止栈溢出攻击，这是攻击者常见的一种内存利

用手段。

§ 沙盒环境

1. 将二进制文件置于受限制的沙盒环境中运行，以限制其对系

统资源的访问和操作。

2. 通过虚拟化或容器技术实现，可隔离二进制文件并防止其与

外部环境交互。

3. 沙盒环境可防止攻击者通过二进制文件访问敏感数据或危害

系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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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编译防护技术原理

§ 主题名称：内存保护

1. 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 (ASLR)：将代码、数据和堆栈等内存

区域的基址随机化，使其难以预测和利用。

2. 数据执行预防 (DEP)：限制某些内存区域的执行权限，防止

攻击者执行恶意代码。

3. 内存页保护：通过设置页面权限来控制代码、数据和堆栈区

域的访问和执行权限。

§ 主题名称：代码混淆

1. 代码变形：使用转换和变形技术使代码更难以理解和分析。

2. 控制流扁平化：删除条件跳转和循环，使代码流更线性，难

以预测攻击路径。

3. 指令随机化：随机化指令的顺序或操作码，使其难以识别和

利用。



 重编译防护技术原理

§ 主题名称：虚拟机

1. 沙箱环境：将应用程序隔离在受限的环境中，限制其对系统

资源的访问。

2. 陷阱和异常处理：通过虚拟机监视器 (VMM) 监控应用程序

的执行，并拦截异常和陷阱以防止恶意行为。

3. 内存地址翻译：VMM 将应用程序的内存地址翻译成主机内

存地址，使其难以访问未授权的区域。

§ 主题名称：仿真技术

1. 动态指令仿真：模拟处理器的指令执行，在运行时检测和缓

解攻击。

2. 动态二进制转换：在运行时修改应用程序的二进制代码，插

入安全检查和缓解措施。

3. 沙箱逃逸检测：监控应用程序的执行，检测并阻止企图从沙

箱逃逸的尝试。



 重编译防护技术原理

§ 主题名称：加密和完整性保护

1. 代码签名：使用数字签名验证代码的完整性，确保其未被篡

改。

2. 代码加密：加密二进制代码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分析。

3. 数据加密：加密敏感数据以保护其免遭窃取或泄露。

§ 主题名称：移动平台防护

1. 应用程序权限控制：限制应用程序对系统资源和用户数据的

访问。

2. 沙箱化：将应用程序隔离在受限的环境中，并限制其与其他

应用程序和系统资源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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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代码混淆的重编译防护

§ 控制流混淆

1. 通过随机插入控制流跳转指令，修改代码执行顺序，使得重编译工具难以恢复原始代码。

2. 使用条件语句和条件跳转改变程序执行路径，增加重编译的复杂度。

3. 通过消除死代码和分支预测，减小重编译工具分析代码的效率。

§ 数据结构混淆

1. 使用交错存储、混淆数据结构和变换算法，破坏数据结构的原始形式。

2. 采用多态数据结构，根据不同的参数动态改变数据结构的布局。

3. 引入伪指针和虚拟方法表， затруднить 任务 for 重编译工具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ata structures.



 基于代码混淆的重编译防护

1. 使用加密算法对代码段加密，防止重编译工具直接访问和反汇编指令。

2. 使用密钥动态变化或多次加密，提高破解难度。

3. 对加解密过程进行代码混淆，进一步掩盖解密机制。

§ 指令替换

1. 用等效指令序列替换原始指令，改变代码的字节表示形式和行为。

2. 引入无用指令或无害指令，增加代码的体积和复杂度， затруднить 任务 for 重

编译工具 to identify the original instructions.

3. 使用不同的指令集或处理器架构，使得重编译工具无法识别或处理目标代码。

§ 代码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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