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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us 天兔开源监

控系统用户手册 
Lepus是开源的MySQL/Oracle/PostgreSQL/MongoDB/Redis/GreatSQL等数据库一站式监控系

统，并将致力于打造开源的数据库智能化监控和服务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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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览 

系统介绍 

Lepus 是开源的 MySQL/Oracle/PostgreSQL/MongoDB/Redis/GreatSQL 等数据库一站式监控系统，并

将致力于打造开源的数据库智能化监控和服务管理平台。 

Lepus 的主要特性如下： 

⚫ 使用 golang 语言开发，高性能数据采集和交互。 

⚫ 部署简单，无需 Agent 采集监控指标，适合云中数据库等组件的监控。 

⚫ 使用简单，内置多种采集器和告警规则，无需任何模板，部署即可开始监控。 

⚫ 核心敏感数据采用 AES 并加盐加密，安全性较高。 

⚫ 基于 golang 的 NSQ 的高性能实时事件引擎，实时传输事件消息，支持 MySQL 和 InfluxDB 作为

底层事件数据存储。 

⚫ 支持自定义消息事件采集和上报，支持自定义告警规则。 

⚫ 基于 Redis 的限流风控机制，自定义报警次数和休眠时间，避免报警洪流。 

⚫ 内置机器、组件、集群、主机、IDC、环境等轻量级的数据库元数据管理系统。 

⚫ 内置 MySQL、Oracle、GreatSQL、PostgreSQL、Redis、MongoDB、Web 等诸多采集器和性能大盘，

部署即可开始监控。（其他采集器后续陆续开发和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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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采集器 

目前 Lepus 已内置如下采集器和告警规则，安装部署后即可进行监控和告警，告警指标和其他采集器将在后续版本

陆续完善和支持。 

 

采集器 采集方式 采集器说明 

MySQL 远程 采集 MySQL 数据库的健康和性能指标 

Oracle 远程 采集 Oracle 数据库的健康和性能指标 

PostgreSQL 远程 采集 PostgreSQL 数据库的健康和性能指标 

GreatSQL 远程 采集 GreatSQL 数据库的健康和性能指标 

MongoDB 远程 采集 MongoDB 数据库的健康和性能指标 

Redis 远程 采集 Redis 数据库的健康和性能指标 

Web 远程 采集 Web 数据库的健康和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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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星台 

观星台是Lepus提供的监控和告警概览页面，用于直接的了解监控服务状态和被监控组件的健康状态。 

主要包括实时事件消息数据、实时告警数据、实时任务调度数据、元数据统计数据、当日监控评分、

当日告警分布、最新事件数据、最新告警数据等八个模块组成，通过观星台界面，用户可以清楚的了

解当前监控服务是否正常运行，以及业务组件是否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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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管理 

元数据是 Lepus 监控服务的基础数据，是用于管理 Lepus 被监控对象的数据字典，是一套轻量级的

CMDB，可以满足中小企业数据库元数据的管理和维护，主要包括机房管理、环境管理、模块管理、

主机管理、集群管理、节点管理、网站管理等模块。 

 

机房管理 

机房管理是用于管理 IDC 机房的信息，点击菜单元数据->机器管理，可以进入机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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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侧新建可以录入机房信息 

 

点击修改进行机房信息修改 

 

点击删除可以删除机房信息，删除前会有确认删除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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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用于管理服务所在的环境信息，我们可以按公司的运维架构进行分环境管理被监控对象，常

见的环境有开发、测试、准生产、生成四个环境。用户可以根据需求自己录入、修改、删除。 

 

模块管理 

模块管理是用于管理服务的类型，监控采集需要依赖模块数据，此项是内置元数据，请勿删除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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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管理 

主机管理用于管理维护机器的信息，包括机器 IP，所在机房、环境等信息。 

 

在录入主机前，需要首先维护机房和环境信息用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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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管理 

集群是用于管理同一组节点的元数据，比如数据库相同主从架构的节点可以理解为同一个集群，或者

提供相同服务的一组节点理解同一个集群。 

  

节点管理 

节点信息被监控的对象实例，在 Lepus 里面，所有的监控实例对象统称为节点，节点一般是由 IP 和

端口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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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us 部署完成后，需要录入节点信息，才能被正确的监控，节点主要由 IP、端口、用户、密码组成。数据库密码

采用 AES 并加盐加密后安全存储到数据库，泄露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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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管理 

Lepus 内置基于 golang 开发的任务调度系统，支持按时间间隔和计划任务执行定时任务，当启动 Task 任务模块后，

在调度菜单里将看到任务的运行状态和下次执行时间，这些任务将进行数据库监控数据采集和上报。任务为内置任

务，目前不支持通过界面修改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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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查询 

在 Lepus 中，所有的指标都会通过事件（Event）进行上报。事件查询用于查询监控事件数据，并能生成监控图表。

如果录入了正确的元数据，并且任务调度正常，那么就可以在事件里查询到相应的数据。事件数据支持从 MySQL

或者 InfluxDB 中获取数据，具体请参考安装部署文档。 

 

查询事件数据 

在事件菜单中，点击事件数据标签，可以通过事件范围、事件类型、事件分组、事件实体、事件指标进行数据查询，

其中事件实体和事件指标支持多选，用于事件数据对比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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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事件图表 

在事件菜单中，点击事件图表，可以根据条件生成事件图表。例如选择事件类型为 MySQL 的事件，可以生成 MySQL

事件指标对应的数据图表。 

 

 

我们可以切换事件类型，不同的类型可以根据当前类型和条件生成相应的图表，以下是选择 MongoDB 类型的事件

生成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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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多个实体（节点）进行图表对表分析，可以如下所示，选择多个实体即可。不同实体的同一个指标会聚合

到同一个图表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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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管理 

Lepus 开发了一套基于事件消息的告警系统，用户可以自定义告警渠道、告警等级、告警规则，用可以查询实时告

警数据。 

 

告警查询管理 

点击告警菜单，点击左侧告警查询二级菜单，可以查询所有告警数据。 

 

告警等级管理 

点击告警菜单，点击左侧告警等级管理二级菜单，可以管理维护告警等级，目前内置的告警等级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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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渠道管理 

点击告警菜单，点击左侧告警渠道管理二级菜单，可以管理维护告警渠道，目前内置的告警渠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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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渠道可以配置不同的通知接收人和通知渠道，目前支持配置邮件通知和 Webhook 两种方式。邮件地址支持

配置多个收件人，使用英文分号分隔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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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规则管理 

点击告警菜单，点击左侧告警规则管理二级菜单，可以管理维护告警规则，告警规则是真正触发告警的逻辑判断，

在告警规则管理里面可以针对每项规则选择通知渠道和告警级别，以及限流风控参数。目前系统已内置许多告警规

则，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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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大盘 

性能大盘是 Lepus 为每一种告警组件设计大监控概览大盘，通过性能大盘，可以了解看所有节点的当前状态和性能

指标，如果需要查询历史数据和性能图表，用户可以通过事件查询功能，根据需求查询历史数据和生成性能图表。 

 

 

MySQL 性能大盘 

点击性能菜单，点击左侧 MySQL 二级菜单，可以查询所有 MySQL 实例当前的性能大盘，包括基本健康信息、数据

库连接会话、文件句柄资源、表缓存、活动 SQL 会话、QPS、DML 性能监控、网络流量等指标。 

 

 

 

Oracle 性能大盘 

点击性能菜单，点击左侧 Oracle 二级菜单，可以查询所有 Oracle 实例当前的性能大盘，包括基本健康信息、数据

库连接会话、事务信息、活动 SQL 会话、读写 IO 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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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QL 性能大盘 

点击性能菜单，点击左侧 PostgreSQL 二级菜单，可以查询所有 PostgreSQL 实例当前的性能大盘，包括基本健康信

息、数据库连接会话、事务信息、活动 SQL 会话、读写性能、Checkpoint 等指标。 

 

 

GreatSQL 性能大盘 

点击性能菜单，点击左侧 GreatSQL 二级菜单，可以查询所有 GreatSQL 实例当前的性能大盘，包括基本健康信息、

数据库连接会话、文件句柄资源、表缓存、活动 SQL 会话、QPS、DML 性能监控、网络流量等指标。 

 

 

Redis 性能大盘 

点击性能菜单，点击左侧 Redis 二级菜单，可以查询所有 Redis 实例当前的性能大盘，包括基本健康信息、数据库

连接会话、内存使用、OPS 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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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DB 性能大盘 

点击性能菜单，点击左侧 MongoDB 二级菜单，可以查询所有 MongoDB 实例当前的性能大盘，包括基本健康信息、

数据库连接会话、内存资源、DML 性能监控、网络流量等指标。 

 

 

 

 

用户管理 

Lepus 用户管理用于管理登录平台的用户，点击用户菜单进入用户管理。用户分管理员和非管理员两种角色，管理

员拥有操作系统的所有权限，包括数据录入，修改，删掉等操作，非管理员用户只拥有查看权限，无任何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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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支持 

⚫ 菜单栏点击支持菜单，将展示关于 Lepus 的 FAQ 帮助信息，以及如何获取帮助资源和联络 Lepus 团队的信息。 

⚫ 点击菜单右侧帮助图标，用户可以进入 Lepus 官方网站和社区交流网站，通过网站获取 Lepus 的软件下载，版

本更新，手册文档等免费资源。 

⚫ 如果您有监控指标的需求和对产品的功能建议，请在社区网络进行反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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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开发者 

Lepus 提供微信交流群支持，如果有想加入交流的小伙伴可以添加作者微信（备注加入 Lepus 微信交流群）。 

最后想说的是 Lepus 目前还不完美，但是目前作者已经投入了数年的业余时间投入开发，请大家对 Lepus 温柔以待，

也希望大家理解并能积极的提交 Bug 和产品建议，每个 Bug 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对待，感谢大家对 Lepus 的理解和

支持。 

 

 

也欢迎大家关注作者公众号，获取数据库、架构技术、职场、管理的分享干货，关注后回复 lepus 可获取 lepus 相

关的公众号文章信息。 

 

Thanks 


