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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研究 Containers、Kubernetes 等相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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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Objects 

• Labels 

• YAML vs. Helm vs. Operator 

• Resource Management 

• Monitoring and Logging 

• Kubernetes Planning 



  

到底什麼是”物件” ? 

So what are “objects”? 



  

抽象化 



  



  



  



  



  

與開發者合作 
• 必須讓程式開發者有基本的物件觀念 

• 了解如何使用 DNS 名稱存取服務 (Service) 

• 了解滾動升級的過程 (Rolling Update) 

• 討論如何讓 Kubernetes 判斷程式的狀態 (Liveness/Readiness Probe) 

• 討論如何讓密碼、機密資料或連線字串儲存在物件中 (Secret) 

• 討論允不允許讓 Pod 有多份 Replicas (Scale) 

• 讓他們知道更新 ConfigMap 不會自動套用到 Pod 上 (ConfigMap) 



  

Labels 好煩哦 

Labels, why bother? 



  

什麼時候會用到 Label 
• 讓使用者可以快速了解 Pod 版本、環境與功能等等 

• 透過切換 Label 來切換環境 

• Istio 透過 Label 來自動在 Pod 上加入 Sidecar 

• Grafana 自動透過 ConfigMap 更新圖表 

• kubectl delete pod -l app=nginx 



  

YAML vs. Helm vs. Operator 



  

YAML 

• 內容越精簡越好，多使用預設值 (Default) 

• 使用版控將每一版的 YAML 都儲存下來 

• kubectl apply 前務必檢視過一次 YAML 的內容 

- Label 

- Image Name 

- Image Tag 

- Affinity, Antiaffinity, nodeSelector, taint, quota 



  

Keep Secrets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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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m & Operator 

• Helm 將許許多多 YAML 做成模板，透過指令傳入參數，部署完整的應用

程式 

• Operator 透過 CRD 物件來間接部署完整的應用程式 

• 仍須仔細了解最終建立的物件項目 



  

利用 Helm 建立 prometheus-operator 



  

利用 Helm 建立 prometheus-operator 

$ helm install --name prom stable/prometheus-operator  

Helm Chart 

prometheus-operator 
Prometheus Operator YAML 



  

“給人方便就是在找自己麻煩” 



  

資源管理 

Resource Management 



  

資源管理 

• 硬碟 

• CPU 

• 記憶體 

 



  

炸硬碟 
• 被 Log 塞爆 

-> 在 Docker 上設定 'max-size' 與 'max-file' 參數 

-> 定時清理 Log 檔案 

• 被 Monitor 數據塞爆 

-> 重新規劃數據 

-> 設定保留天數 

• 被 App 資料塞爆 

-> stdout 與 stderr 都會預設被記錄下來 

-> 與程式開發者協調 



  

炸 CPU 
• 可能是流量暴增或是程式 Bug 等等 

• 利用 Quota 限制用量 

- Request - 保證可以使用的量 (不會有其他人跟你搶) 

- Limit - 最多可以使用的量 (不會拿到超過這個的量) 

• 利用 Autoscaler 

- CA (Cluster Autoscaler) 

- HPA (Horizontal Pod Autoscaler) 

- VPA (Vertical Pod Autoscaler) 



  

炸記憶體 
• 可能是流量暴增，程式 Bug，或是資料量太大 (e.g. Redis) 等等 

• 由於 Swap 被停用，記憶體使用量滿時會更難處理 

• 利用 Quota 限制用量 

- 同樣也有 Request 與 Limit 

- 在 Pod 記憶體用量超過 Limit 太久時，該 Pod 會被重啟 

• 利用 Autoscaler 

- CA & HPA & VPA 

 

 



  



  

其實 Kubernetes 會幫你處理 
• Node 上的記憶體用量太高時，kubelet 會砍掉最適合的 Pod 

• Node 上的硬碟用量過高時，kubelet 會刪掉當下沒有使用的 Image 或是砍掉

最適合的 Pod 

• 雖然 kubelet 會幫你處理，但是會造成不必要的 Downtime 

-> 在發現狀況後將問題解決，並盡量避免將來再發生 

-> 額外設定警示通知，在發生狀況前或是發生狀況時通知用戶 



  

CPU 記憶體我都開很多了，程式還是很慢 
1. 可能會是硬體本身的問題 

- 使用到 HDD 

- IOPS 太低 

 

 

GCP Disk Pricing 

https://cloud.google.com/compute/disks-image-pricing#disk


  

CPU 記憶體我都開很多了，程式還是很慢 
2. 可能是服務之間有延遲 

- 可利用 Service Mesh 觀察 

 

 



  

CPU 記憶體我都開很多了，程式還是很慢 
3. 可能會是程式本身的問題 

 

 



  

監控與記錄檔收集服務 

I′m watching y′all 



  

要收集什麼 

• 叢集事件 

• 叢集狀態 

• Pod 狀態 

• 應用程式狀態 

• 其他 

 



  

用什麼實現 

• InfluxDB + Telegraf + Grafana (TIG Stack) 

• Prometheus + Grafana 

• Elasticsearch + Logstash + Kibana (ELK Stack) 

• Insight, Stackdriver, CloudWatch (Cloud Platform) 

• Datadog, Logz, Elastic Cloud (Cloud Solutions) 

 



  

注意事項 

• 將監控數據/Log與設定檔的目錄另外獨立出來 

• 替監控服務規劃好 HA 或是備援架構 

• 規劃好一些數字 

- 多久撈一次資料 

- 觸發警示條件 

- 警示超過多久才發通知 

• 避免發生大量警示通知 

 



  

“有三種時候你會打開監控報表來看” 



  

第一次建立監控系統 

 

出狀況的時候 

 

假裝你有在做事情的時候 



  

所以到底該怎麼規劃 K8S 



  

遵守 Best Practice 
• https://lmgtfy.com/?q=kubernetes+best+practices 

•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configuration/overview/ 

• https://kubernetes.io/docs/setup/best-practices/ 

• https://www.weave.works/blog/kubernetes-best-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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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rnetes 不是萬能的 
• 許多傳統架構上存在的問題，依舊要自己處理 

• 長期維護、架構龐大、服務數量多，都會有不

同的問題需要解決 

• 不過一旦克服了這些狀況，Kubernetes 會帶你到

另一個世界 

https://kubernetes.io/case-studies/ 

https://kubernetes.io/case-studies/
https://kubernetes.io/case-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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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清單 
• 叢集架構設計與規劃 

• 開發人員訓練與溝通 

• 應用程式開發與部署 

• 資源用量規劃與監控 

• 災難復原測試與演練 

• 歡迎洽詢保哥粉絲團 (Will 保哥的技術交流中心) 

https://www.facebook.com/will.fans/
https://www.facebook.com/will.fans/


Thank you! 

peihua@miniasp.com 

FB@朱培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